
研究与探讨

滩涂开发生态经济类 型
的形成

、

划分及其综合评价

章成逸

建国以来
,

根据国 民经济的发展需要
,

国家和地方对海岸带滩涂资源进行了多项经

济开 发
,

共 围垦 滩涂 90 0 多万亩
,

其中

80 % 左右用来种植粮
、

棉
、

油
、

麻
、

林
、

果
、

苇
、

甘蔗和发展养殖
、

原盐及港口
、

旅

游等产业
,

在沿海滩涂这个特殊地域的生态

环境里
,

形成了一系列的人工生态经济群落

类型
。

与此同时
,

沿海滩涂原始的自然生态

系统的结构
、

功能
、

演替和平衡的规律进程

也受到开发利用的严重影响
,

产生了剧烈变

化
。

本文试图运用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和方

法
,

对我国海岸带滩涂资源开发利用若干典

型生态经济类型的形成
、

内涵
、

功效及其综

合评价与优化等问题
,

作初浅的探讨
。

海岸带自然生态特点对资源

开发中各种生态经济
类型形成的影响

我 国海岸线跨越三个气候带
,

沿海滩涂

自然条件南北差异明显
,

水文气象等自然条

件变化较大
,

在年降雨量
、

平均气温
、

热量

以及自然资源的种类
、

数量等方面均表现为

南高北低或南多北少的基本特点
。

但从整体

上来说
,

因其最初形成的动力条件
、

物质来

源和组成等差别不大
,

因此
,

海岸带滩涂作

为海洋和陆地两大生态系统交汇构成的一个

特殊的生态复合体
,

就具有独特的 自然生态

特点
,

从而对资源开发 中各种生态经济类型

的形成产生了根本的影响
。

(一 ) 系统的非生 物物质限制条件多
,

导致了一些低层次
、

低效能的生态经济类型

的形成
。

我国海岸带受 自然气候条件影响显

著
,

台风
、

旱涝
、

寒潮等灾害频繁
,

对海岸

带的农业生产具有极大的破坏力
,

但对滩涂

开发限制最大的还是土壤条件
,

滩涂土壤的

成土母质主要来自河 口三角洲的衰变物和内

陆江河带来的大量泥沙
,

成陆时间短
,

自然

成土作用微弱
,

且又 因海相沉积
,

土壤含有

大量的可溶性盐类
。

据江苏省海岸带海涂资

源综考资料
,

淤泥质滩涂海堤附近的表层土

壤
,

含盐量 2一4
,

新围垦的滩地土壤含盐

量在 1 5 左右
,

p H 值 8一 5
.

5
,

C / N 6一

10
,

速效 P 含量仅 2一3 x 10
一 6 ,

速效 K 含

量 300 x lo 一 左右
。

由于土壤含盐量高
,

加

之光
、

热
、

水等自然气候资源分布不均匀
,

给农作物的栽培带来很多不利因素
。

因而我

国海岸带滩涂资源开发的一般性规律是先筑

堤阻挡海潮侵袭
,

再建桥涵 闸站
,

开挖沟

渠
,

然后
,

进行内部生产布局
。

农业垦植要

经过淋盐洗碱的过程
,

短要 2一3 年
,

长则

5一 8 年
,

生产周 期 长
,

见效慢
,

工程浩

大
。

按 1986 年以前的水平
,

长江 以北的高

滩匡围和内部工程配套 (下同 )
,

每亩约需

投资 70 0 元
,

浙
、

闽
、

粤潮间带软基或深水

匡围每亩则要投资 80 G一2 0 0 0 元左右
,

多的

甚至高达 50 0 0 元以上
。

由于财力有限
,

一

时满足不了滩涂开发对资金的巨额需求
,

这

就造成了对资源的粗放开发和低层次的利

用
,

主要 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
,

严重地制约

了滩涂开发的速度和生态经济效益 的发挥
,

客观上导致了沿海滩涂一些低层次
、

低效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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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态经济类型 的形成
,

并较长期地停留在

这一水平上
,

从而阻碍了人们对资源开发的

进程
。

(二) 系统的初级生产力低
,

引发 了人

们对 自然生态演替进程的干预行为
,

出现了

各种干扰顶极群落
。

一个生态系统的初级生

产者 (自养有机体) 是指绿色植物和某些能

进行光合作用或化能合成的细菌
, ‘

系统内的

其它生命都是依靠植物生产的有机物质得以

生存
。

因此
,

初级生产者生产力的高低
,

直

接影响系统内生物链的构成以及其它生命赖

以生存的非生命环境的优劣状态
。

作为海岸带滩涂自然生态系统能流
、

物

流初级生产者在
,

基础 的占我国滩涂总面积

80 % 以上的平原型 淤泥质滩涂
,

基本为滨

海盐土植被的低等植物
。

其演变过程又可概

括分成两类
:
一类发生于海滩原生裸地上

,

演替系列的形成与分布未受人为因素的影

响 ; 另一类发生在垦区次生盐渍裸地上
,

受

到人为因素的影响
。

两类演替系列 的前期阶

段
、

群落类型不尽相同
,

但至后期 阶段则趋

向一致
,

即白茅
、

芦苇群落
。

这类群落覆盖

率低于 60 %
,

生物产量极低
,

其主体为牧

草
,

粗蛋白
、

粗脂肪含量偏低
,

粗纤维含量

偏高
,

牲畜适 口性差
,

所以其经济学价值也

很低
。

.

但一般情况下
,

这类群落因其发展到草

本阶段后期即开垦种植
,

不会有木本阶段发

生
,

因此不妨把它们看成是海岸带滩涂自然

生态系统的顶极群落
。

而正 由于人们的开垦

利用
,

使得这种演替渗进了外界作用
,

从而

基本改变了海岸带滩涂 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变

进程
,

出现了干扰顶极群落
,

如沿海滩涂的

各类畜牧场 (人工草地 )
、

林场 (人工森

林)
、

苇渔场 (人工植苇) 以及农业种植业

(各种农作物) 和潮间带
、

潮下带 (海带
、

萦菜等) 藻类养殖等
,

极大地提高了海岸带

滩涂初级生产者的生产力
,

其结果就形成了

一种更高层次的新的生态平衡体系
。

(三 ) 系统的负载能力有 限
,

决定了资

源开发必须兼顾生态
、

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

效益
。

生态学的原理告诉我们
,

一个生态系

统的稳定性决定于它的负载能力
,

以及外界

对这个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
,

一旦跨越这个

极限
,

并且不加以调节控制
,

就会不可避免

地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
,

并有陷人恶性循环

的可能
。

在近几年的综合开发过程中
,

一些地方

急功近利
,

仅仅考虑经济增长速率
,

大搞深

水匡围
,

甚至不惜将经过多年脱盐的滩地人

为地纳潮进滩
,

发展海水养殖
,

对各种动物

性鲜活饵料过度采捕
,

从而大大增加了对资

源的开发强度
。

这样做虽然也能带来一时的

高速度和产值
,

但紧随其后的必将是一系列

的生态失调
:
使 自然植被大片的滩地成为光

滩
,

水土流失严重
,

土壤改良进程缓慢
,

客

观上起到了阻碍滩涂开发
、

恶化生态环境
、

降低生态经济效益的作用
。

这种破坏性的行

为如果长期继续下去
,

后果不堪设想
。

生态经济类型的划分

及其功效
·

由于我国海岸带各岸段所处的自然环境

和条件的差异
,

构成滩涂及其资源的不 同类

型
,

对其开发利用的方式也不同
,

从而产生

了多种形式的
、

不同内容的生态经济类型
。

初步归纳
,

目前我国海岸带滩涂资源开发利

用生态经济类型主要有以下八种
。

(一 ) 综合开 发生态经济 类 型 系指构

成海岸带滩涂的潮下带
、

潮间带和潮上带不

同地带立体的综合开发方式
。

在潮下带浅海

捕捞养殖所需的动物性饵料 ; 潮间带搞人工

养殖各种 经济贝类和藻类 ; 潮上带 匡围海

堤
,

筑池发展海淡水养殖业
,

利用天然草地

或人工草场发展畜牧业
,

在植被较好
、

盐分

较低的高滩种植粮棉油和其它经济作物
,

栽

培林果等
。

并结合开发项目
,

发展各类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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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服务性产业等
。

这种类型的特点是生物

学产量较高
,

经济效益较好
,

对生态平衡亦

较有利
。

如辽宁省庄河县青堆镇在近 2 万亩

的滩涂垦区内
,

采取贝类一芦苇一对虾一水

稻一果树的立体开发
,

逐步建立 了一个比较

合理的具有较高效能的人工生态经济系统
。

类似的还 有山东牟平金山港
,

江苏南通滩

涂
,

浙江肖山滩涂等
。

(二 ) 潮 间带 养殖生态经 济类 型 潮间

带是海岸带滩涂面积最大
、

资源最丰富也最

集中的区域
。

开发利用潮间带
,

对提高滩涂

开发的整体效益
,

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的意义

十分重要
。

我国海岸带有潮间带面积 9 万余

平方公里
,

大部分可以用来发展贝类和藻类

养殖
。

目前主要人工养殖品种有文蛤
、

牡

砺
、

泥蜡
、 ‘

潇蛙
、

紫菜
、

海带等
,

其生物产

量较高
,

经济效益也普遍较好
。

一般文蛤护

养亩产量 约 25 公斤
,

投苗精养亩产可达

100 公斤 以上
,

围网暂养则高达 50 0 公斤以

上
。

紫菜亩产鲜品可达 10 0 0 公斤左右
,

产

值 2 0 0 0 元左右
,

经加工后还可再增值 20 00

元左右
。

(三 ) 盐业生态经济 类型 我国海岸带

滩涂现有盐 田 30 余万公顷
,

年产海盐 1300

万吨左右
,

居世界首位
。

北方如苏
、

鲁
、

冀
、

辽等省平原型海岸的淤泥质滩涂
,

具有

降水量较少
、

日照系数高
、

蒸发量大的特

点
,

为海水制盐提供了良好场所
,

一般每公

顷盐田可产原盐 30 吨左右
,

产值利税 50 0()

多元
,

制盐母液还可提制成化工原料
。

特别

是近几年来一些盐业企业还采取了
“

盐虾结

合
,

一水两用
”

的生产工艺
,

取得了较好的

经济效果
,

每公顷盐虾结合的盐田
,

比单纯

制盐产值增加 了 10 倩以上
,

利润增加 了约

3 0 倍
,

大大提高了 自然资源 的利用率和盐

业企业的经济效益
。

(四 ) 森林生态 经 济 类 型 我 国海岸带

现 有 森 林 面 积 5 820 万 亩
,

覆 盖率 为

14
.

9 %
,

高于全国平均水平
。

但沿海滩涂范

围内的森林面积则很少
,

森林覆盖率平均低

于 5 %
。

如江苏省 389 万亩潮上带滩涂中只

有林地不足 10 万亩
,

其中成片林仅 2 万多

亩
,

尽管如此
,

森林在海岸带滩涂生态系统

的平衡和稳定中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
。

据

有关研究资料
,

一个万亩林场土壤中增加的

有机质
,

相 当于增施 65 吨尿素
、

6 吨过磷

酸钙
,

除此而外
,

森林还具有调节气候
,

净

化空气
,

保护和繁育野生 动物等方面的功

能
,

在沿海滩涂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尤为表现

在防护海岸
、

防风固沙
、

保持水土
、

涵养水

源
、

保护农田
、

减少旱涝灾害
、

增强环境的

抗逆性等方面
,

有利于滩涂生态系统物质能

量的转换
,

形成生物链的 良性循环
。

(五 ) 芦 苇生态经济 类 型 芦苇是海岸

带滩涂滨海盐土植被演替系列的后期阶段
,

但天然芦苇的植株细小
,

生物学产量极低
,

仅可作为一种农村能源
。

目前我国海岸带滩

涂的成片芦苇都是人工栽植的
,

生物学产量

较高
,

一般亩产可达 40 0 公斤 以上
,

人工栽

植的芦苇主要分布在 长江以北的淤泥质滩

涂
,

其中以辽河三角洲的芦苇面积最大
,

产

量最高
,

生产规模仅次于世界上最大的欧洲

多
l

瑙河三角洲
一

此外
,

苏北沿海滩涂的苇渔结

合型
,

即在低洼沼泽地植苇
,

四周围堰提淡

水养鱼
,

芦苇改 良土壤
,

优化生态环境
,

鱼

与苇同生
,

淡水淋盐洗碱
,

也收到 了较好的

生态经济效益
。

(六 ) 大 米草一红树林生态经济 类 型

大米草根系发达
,

繁殖速度极快
,

抗逆性也

强
,

我国于 19 61 年从美国引进栽植在潮间

带滩涂上
,

目前已遍布全国海岸带滩涂
。

红

树林 (特指海滩红树林) 则为闽
、

粤两省特

有的潮间带自然景观
,

其组成种类丰富
,

有

乔
、

灌
、

草
、

藤本植物
。

上述两种植被一为

人工种植
,

一为天然 自生
,

但都有消浪
、

促

淤
、

护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明显效果
,

且大

米草滩还兼收放牧牛
、

羊
,

采集沙蚕出口创

汇之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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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海滨旅游 生态经济类型 我 国海

岸带分布着众多的对外开放港 口城市
,

作为

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
,

以及优美的

海滨风景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
,

而成

为旅游胜地
,

这对于保护生态环境
,

改善资

源开发的投资环境
,

促进滩涂开发等也大有

益处
。

(. \ ) 野生 动植物 资源 自然保护 区 生 态

经济 类 型 在海 岸带滩涂资源 的开发过程

中
,

为了防止资源衰退和破坏环境
,

保证资

源的永续利用
,

维持生态环境的 良性循环
,

以及进行科学研究
,

建立了多种类型和用途

的自然保护区
。

如江苏的沿海滩涂珍禽自然

保护区
、

广东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辽宁的

蛇岛自然保护区等等
,

对保护 自然资源和保

持生态平衡的作用显著
。

生态经济类型的综合

评价及其再优化

(一 ) 初级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

和提高
,

但尚不足以维持生态平衡的需要
,

应从宏观上加强人手
,

努力扩大一些优良生

态经济类型的影响和辐射作用
。

人们的经济

并发
,

人为地中止了海岸带滩涂原生的初级

生产者的演替系列
,

并被引进的大量的绿色

植物的品种和品系所取代
。

由各种农作物
、

林木
、

果树
、

大米草
、

红树林以及潮间带藻

类等组成的初级生产者
,

及其派生出的一大

批消费者 (即各种动物 ) 和分解者有机体

(即各种微生物 )
,

构成了新的生物链网络
,

成为沿海滩涂 自然生态平衡的强有力的维护

者
,

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态平衡体系
。

海岸带

滩涂 自然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能量交换 以空

前丰富的内涵
、

在更大的范畴内加速运转和

实现
, ‘

初级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地增强和提

高
。

如位于长江口北侧的江苏省启东县
,

在

尚未形成自然植被的堤外潮间带滩涂上人工

栽植大米草
,

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海滨大米草

牧场
,

草地总面积 3 万多亩
,

建场头六年共

生产羔羊 19 7 2 头
,

出售绵羊 12 9 3 头
,

交售

羊毛 13 吨 同时
,

滩面淤长加快
,

年平均

增高 2 一 3c m
。

海岸侵蚀现象和险段整修工

程大为减轻
。

一些海涂生物也 日益兴旺
,

过

去在海滩上很少见到的围齿沙蚕
、

牡砺等
,

如今明显增多
。

1 9 8 6一 19 8 8 三年中
,

全县

共收购 到活沙蚕 100 多 吨
,

经加工后 出口

85 吨
,

总值 350 多万元
,

沿海群众从中增

加收入 130 多万元
,

显著地改善了滩涂生态

环境
,

提高了资源开发的生态经济效益
。

尽管如此
,

对包容量十分巨大的我国海

岸带滩涂 自然生态系统来说
,

现存的初级生

产者的生产力对维持系统内生态平衡的物质

能量需求仍然很不够
。

仅靠 5 % 还不到的森

林覆盖率
、

稀疏的自然植被
、

几十万亩的大

米草
、

红树林等
,

甚至连现状都难以维持
。

必须认识到
,

海岸带滩涂资源开发 的最基本

环节是初级生产者
,

提高初级生产力应是整

个滩涂开发的最首要的关键
,

不抓好这个基

本环节
,

建立海岸带滩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

环也就无从谈起
,

从而资源开发也就失去了

稳固基础
。

目前
,

我国海岸带滩涂上有许多以初级

生产者为主体的功能较全
、

效能较高的优良

的生态经济类型
,

如森林
、

芦苇
、

大米草和

红树林等
,

如果把这类生态结构模式加以推

广扩散到周围广大地区
,

产生辐射作用
,

扩

大其生 态经济影响
,

对维持和保护生态平

衡
,

促进滩涂开发的效果则会更好
,

发挥的

作用也更大
。

(二 ) 经济功能 比较健全
,

但生物链衔

接不够紧密
,

能流
、

物流不畅
,

必须按照生态

农业的观点搞好资源子仅发
。

目前在我国海岸

带滩涂开发各种生态经济类型中
,

以综合开

发垂向利用的结构最为普遍
,

从而形成了一

个个相对独立的
、

功能 比较健全的经济群

落
,

这当然是由滩涂资源的多元性和开发利

用的多层次性所决定的
。

如浙江省 肖山县从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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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84 年 以来
,

共投资近 1 亿元
,

围垦滩涂

30 万亩
,

平均 年产粮食
、

棉花
、

油料以及

水产品等 7 万多吨
,

并逐步兴办 了为垦区开

发服务的多种产品加工企业 7 个
,

19 8 5 年

总产值 8 000 多万元
。

位于珠江 口的 白藤湖

垦区
,

总面积 3 万亩
,

匡围后的第四年开始

种植甘蔗
、

水稻等作物
,

连续三年 亏损
、

19 81 年开始重视发挥本地邻近港澳
、

贸易

便利的优势
,

确立了以旅游为主
、

多种经营

的综合开发方针
,

开辟了旅游
、

贸易
、

进出

口
、

地产
、

装饰
、

农业
、

水产
、

疏浚等八个

方面的经营项 目
,

现有 固定资产近亿元
,

年

总产值达 60 00 多万元
,

创汇近千万元
,

可

谓财源丰富
,

富冠一方
。

但是
,

如果我们按照生态
、

经济
、

社会

三效益统筹兼顾的原则去仔细 考察就会发

现
,

这样的类型尽管其经济方面的功能比较

健全
,

结构也比较合理
,

但其生态学方面的

缺陷也比较明显
:
生物链衔接不紧密

,

物质

能量转换的效率不高
,

渠道也不畅
,

产业之

lb]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关系数很小的
“

断裂

带
” ,

这就决定 了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不能

达到高效优质
,

生态
、

经济
、

社会三效益不

能兼顾
,

最终还会制约整体效能 的最佳发

挥
。

要克服这些方面的弊端
,

关键是要按照

生 态农业的观点
,

因地制宜地搞好资源开

发
,

从提高物质能量转换效率人手
,

在系统

内建立良性循环的生物链
。

组织对自然资源

进行多层次的开发利用
,

对产品进行深度加

工
,

使农林牧渔和工商运游协调发展
,

才能

保持 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发展平衡和统一
。

(三 ) 经济效能较高
,

但物质能量流失

过多
,

投人严重不足
,

应加强资源开发物质

能量输出和输人上的宏观调控
,

制定与之相

适应的产业政策
。

综观我国海岸带滩涂开发

的各种生态经济类型
,

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

它们的经济效能都比较高
,

如潮间带的贝藻

类养殖
,

无需进行大的工程建设
,

投资很

少
,

但产出都较高
,

通常情况下其资金产出

率平均可达 2. 0 左右
,

再经过加工增值
,

还

可得到 0
.

1 5
ee‘~

(1
.

2 左右 的利润率
。

迸两年来

鳗鱼
、

对虾等水产养殖业的迅速发展
,

主要

是高利润率刺激的结果
。

但另一方面
,

由于

滩涂开发中宏观管理工作相当薄弱
,

经济政

策导 向不够
,

同时
,

随着海岸带滩涂的各种

开发性产业的迅速发展
,

大量的初级产品和

资金流人社会上其它非开发部门
,

初步估

计
,

仅海水养殖一项
,

全国每年就有约 500

万吨左右的产品流向社会
,

而能够返回滩涂

开发中的资金
,

除了生产成本部分
,

用于扩

大再生产的所剩无几
,

有的甚至连生产成本

都难以返回
。

并且
,

在产品流失进而资金流

出的同时
,

也带走了大量的动植物资源
,

从

而造成了海岸带滩涂大量物质能量的流失和

自然资源的损耗
,

最终破坏了海岸带滩涂生

态经济系统的整体平衡
。

针对这种状况
,

必须不断加强对滩涂资

源开发的宏观调控
,

加强对各项经济开发活

动的正确引导
,

制定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产

业政策
,

从产业布局
、

发展速度
、

经济结

构
、

产品流通
、

资源保护等多方面
,

通过对

项 目的审批程序的计划管理 以及价格
、

税

收
、

利率等经济杠杆加以协调
,

以及控制产

品和资金的流向
,

调动开发经营者增加物质

投人的积极性
,

从而保持海岸带滩涂开发 中

物质能量输人与输出上的基本平衡
。

(四 ) 自然资源得到 了多层次的开发利

用
,

但生态环境保护不够
,

鱼需加强对开发

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
,

搞好综合平衡
。

由于多

种类型的生态经济模式的出现
,

使滩涂资源

得到 了多层次的开发
,

优势得到 了较大程度

的发挥
,

但同时也带来 了局部生态环境恶化

的问题
,

相当部分的围垦及海岸工程使一些

自然资源特别是水产资源锐减甚至绝迹
。

被

称为
“

生物黄金
”

的鳗鱼苗
,

就因河 口建闸
,

徊游路线受阻
,

加之人工过度捕捞
,

鳗苗流

通过程的混乱
,

严重打击了 国内成鳗养殖

业
。

此外
,

有一些大型工程在修建前缺少对

一 6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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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北方沿海地 区发展外

向型经济的重要经济圈带
,

科技力量雄厚
,

物产资源丰富
,

工农业生产较发达
,

吸引着

各地人 口 向这一地带聚集
。

但是
,

在人 口 聚

集的过程中
,

环渤海各市或地区的人 口发展

速度并不均衡
。

从而
,

进一步加剧着环渤海

地区人口 分布
“

南多北少
、

边高中低
” 、 “

基岩

港湾岸段人 口 相对高度聚集
”

的不 合理现

象
。

反映在区域生产力布局上
,

一方面
,

在

某些地方
,

区域人口 发展现状与地区经济发

展水平不相适应
,

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

下
,

一些地区现有人 口远远超过了适度人 口

的可容数量
,

而在另一些地区
,

却蕴藏着对

适度人 口 可容数量的较大潜力 ; 另一方面
,

从人 口 结构来看
,

本区过去 由于长期 奉行
“

封闭式
”

区域经济发展战略
,

人 口产业结构

与今天开放式的沿海经济结构不相适应
,

有

待调整
。

因而
,

研究未来人 口将以怎样的速

度
、

如何流动
,

走向合理发展的轨道
,

意义

重大
。

一
、

未来人 口的合理配置

(一) 人口的合理空间分布

人 口分布的合理与否
,

取决于当时当地

资源开发程度
,

经济发展水平
,

以及环境对

人 口容量的许可程度
。

环渤海地区未来人 口

的合理分布
,

与未来某一时期一定经济技术

条件下 的适 度人 口 容量有着一定 的相关关

系
,

通过现状人 口与未来适度人 口 的 比较
,

综合平衡整个地区的人 口发展
,

找出人 口合

理分布的流动趋势
,

通过有计划的人 口疏导

与合理控制
,

实现人 口的合理分布
。

为了便于问题的探讨
,

在确定环渤海地

区适度人 口总容量 目标的前提下
〔‘’ ,

近期

以全国
“

七五
”

规划经济发展指标为依据
,

远

期则参照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平均发展

水平
,

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
,

调整有关指标

的增长速度
,

再结合生态条件与资源开发程

度
,

提出各种人口类型区适度人 口的容量 目

标 (见表 l)
。

生态环境影响的预测和评估
。

如在海洲湾附

近建大型碱厂
,

势必对这一区域造成严重污

染
,

由于 这一区域有 10 万多 亩 的对虾养

殖
,

产量 占江苏全省的 2 / 3
,

又是该省 唯

一的海带产区和著名的风景名胜旅游区
,

对

此更应慎重考虑
。

有的开发项目
,

由于对其

综合平衡分析论证不足
,

造成了严重生态和

经济上的损失
。

如珠江 口某堵海工程
,

虽使

14 万亩耕地得到 防潮 防咸效益
,

但同时也

使 23 万亩耕地受到影响
,

年产量下降 90 00

吨
。

还有的开发活动直接破坏了海岸林带和

生态环境
。

如一些地区的围海造 田使红树林

面积大大减少
。

这些都是造成海岸带滩涂生

态系统环境恶化的基本原因
。

要避免这类情

况的出现
,

必须加强各类开发项 目的前期论

证工作
,

从技术
、

经济
、

生态等方面进行全

面的分析研究
,

在宏观上加以综合控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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